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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童话形象“没头脑”和“不高

兴”之父；他翻译的《夏洛的网》《安徒

生童话全集》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总

字数逾千万字……

9 月 22 日凌晨，著名翻译家、儿童

文学作家任溶溶在睡梦中逝世，享年

100岁。

任溶溶曾说：“我做过的工作很

多，但主要是儿童文学工作。这个工

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

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1923 年出生于上海，1945 年开始从

事翻译工作。以前，每次被问到何时开始翻译和创作儿童文

学，他总说“只要晓得我女儿的年纪就好了”。

在女儿出生那年，任溶溶开始创作儿童文学，顺手“借来”

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以至于“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

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渐渐地，“任溶溶”成了他和女儿

共有的名字。任溶溶的心里好像住着一个大孩子，这份童心

伴随他一生，成为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他曾在耄耋之年回忆：“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他翻译的许

多作品给小朋友带来快乐，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

长期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对任溶溶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

他在《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一文中写道：“我一

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

说，有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要是让我写，

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

于是，他用小本子记下生活中的故事并尝试自己创作，创

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等一批儿童诗。

1956 年，任溶溶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丢三落四

的“没头脑”，别别扭扭的“不高兴”，两个诙谐幽默的经典儿童

文学形象后来被搬上银幕，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

谈及创作过程，任溶溶曾回忆道：“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

两个小时，所以不快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 5000 多字。”任溶

溶曾说，他自己就是个“没头脑”。不过，他可不是“不高兴”，而

是个“大快活”，感觉自己“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任老在生活中非常有趣，是个

乐天派，既受人尊敬，又非常受欢迎，“他的百岁人生，为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门，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扑面而来”。

“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
一点快乐”

任溶溶是作家，也是儿童文学翻译家，通晓多国语言文

字，翻译了大量英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儿童文学

作品。“一张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页一页‘爬格

子’。”这是亲人眼中任溶溶的日常。他就像黄牛一样，在儿童

文学这块土地上一辈子笔耕不辍。

《安徒生童话全集》《夏洛的网》《柳林风声》《木偶奇遇记》

等儿童文学经典，经由任溶溶的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

翻译完《夏洛的网》，任溶溶已经 80 岁了。在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之际，任溶溶翻译的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

获得丹麦官方授权。这套《安徒生童话全集》字数近百万，难

以想象一位耄耋老人是怎样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2021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 20 卷本《任溶溶译文集》，

成为任溶溶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整整一大箱，真

正的‘著作等身’。”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感慨，“翻译

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如果不是热爱，怎么可能坚持一辈子。”

任溶溶曾说：“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在《没头脑

和不高兴》单行本出版时，任溶溶曾写下一段话。他对小读者

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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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1923 年—2022 年）：

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童话

代表作有《没头脑和不高兴》《一

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曾先后获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等奖项。

（上海市作家协会提供）

人物小传

本报济南 9月 26日电 （记者侯琳良）26 日至 28 日，2022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

东曲阜举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嘉宾代表，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论坛。

自 2010 年创办以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成功举办 7 届，

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

要平台、广泛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今年国际孔子

文化节主题为“纪念孔子诞辰 2573 年”，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主题为“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共设有 1 个

主论坛、9 个分论坛，将开展高端访谈、高端对话等 40 余场次

论坛活动以及考察体验活动等。

据介绍，本届活动更加注重人文综合性，将举办主旨演

讲、高端访谈、高端对话、专题对话等 14 场主论坛学术交流活

动。本届活动更加注重论坛国际化，更大范围邀请国内外专

家学者线上或线下参会，还将开展驻华使节齐鲁文化行、国际

友城对话等活动。

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稚嫩的童

声朗诵《二十四节气歌》，鼓声渐起，气势磅

礴。接着，交响乐奏响，大屏幕上，火红的剪

纸动画映衬出喜庆的氛围……一曲《立春》

将万物萌动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也

在中西合璧中拉开了《万物生长》二十四节

气交响套曲音乐会的大幕。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智慧结

晶，于 2016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光流转，古

老文化如何融入当代生活，彰显时代新义？

近日，作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第三届艺术季的

重点演出项目，这场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原创

出品、中国电影乐团担纲演奏的音乐会奏出

了独特的答案。

从《夏至——逍遥游》里竹笛、萨克斯、

唢呐的“争奇斗艳”，到《白露——忆蒹葭》里

和着交响乐的动情吟唱，再到《寒露——辞

青秋》中箫声、琵琶声和翩然舞姿的交相辉

映，舞台上，以交响乐为基础，民乐、流行音

乐、舞蹈、诗歌等众多艺术元素诗意碰撞，用

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的方式演绎岁时节令之

美。同时，灯光变换，大屏幕上，山林、荷塘、

秋叶等节气画卷徐徐展开，带领观众沉浸式

感受音画融合的自然乐章。

“在创作中我发现二十四节气的内涵实

在太丰富了，我一直在寻找好的切入点，把

抽象的东西呈现得更加深入浅出。”音乐会

作曲、中国广播艺术团青年作曲家杨青说。

春意、夏情、秋梦、冬蕴，4 个乐章风格迥异，

将节气的更替化为对音乐的想象，现场聆

听，仿佛身临其境。谷雨，听到的是静谧的

雨中森林，风铃、鸟哨、雨棍模拟鸟鸣和雨

声；小暑，表现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清丽

的古筝奏出荷花的风雅和摇曳；冬至，又能

感受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宴，民族乐器三弦弹

出地道的民俗味道……自然时序为曲，民俗

风情当歌，讲述了对节气文化的深厚感情，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据了解，今年 4 月，《万物生长》二十四节

气交响套曲音乐会系列宣传片发布，并在海

外平台推出。与世界共赏“中国风”，也是音

乐会的初衷之一。“我们一直想用全新的艺

术表达把节气文化展现在当代舞台上，历时

5 年的创作，经过多次采风、研讨，最终形成

了这个多元、跨界、融合的作品。希望用世

界通用的音乐语言去传播中国特色的节气

文化，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音乐会总策

划、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

上图为《万物生长》二十四节气交响套

曲音乐会演出现场。 朱黎江摄

交响乐、民乐、舞蹈、诗歌跨界演绎

听！一曲流淌的二十四节气
本报记者 管璇悦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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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同高的灯笼，你见过吗？”未进家

门，老贾先卖起关子。

跟随老贾的步伐，一入庭院，便见一盏巨

型灯笼悬于树旁，定睛一瞧，整个灯笼没用一

颗钉子、一根绳子，却非常牢固。原来，灯笼是

由柳条编织成的 1万多把“鲁班锁”组合而成。

老贾名叫贾流远，是山东省滨州市博兴

县柳编匠人。博兴柳编技艺历史久远，据记

载已有 800 多年历史，2011 年 5 月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近年来，博兴县一批手艺人潜心研究柳

编技艺、创新产品样式。巧手之下，老手艺呈

现新面孔，古老非遗“编”出新花样。

柳编越做越新潮

作为博兴县湾头村有名的“巧匠”，老贾

虽年过七旬，手艺却不减，村里人常称赞：“老

贾手艺是宝，柳编越做越新潮。”

老贾在 20 多岁时，开始学做柳编，“当时

家家户户做柳编，大多是簸箕等物件。”后来，

柳编销量下滑，相关制品逐渐被替代，不少手

艺人开始另谋出路，可老贾始终认为，手艺不

能丢，天天琢磨怎么把老手艺做出新意来。

灵感从哪儿来？一次外出旅游时，老贾

发现不少古建筑都有一种榫卯相嵌、造型美

观的“锁”。查阅资料后，他才知道那是鲁班

锁。于是，他决定用“鲁班锁”编一盏灯笼。

取 6 根柳条，每根长约 3 厘米、宽不足 1 厘米，

在每根中间打孔开槽，一扣一合、一卯一榫，

便做成了第一把“锁”。

做“鲁班锁”是个技术活。材料要标准、做

工须精细，每一把“锁”都需仔细打磨。用时 3
个多月，老贾终于做成了这盏灯笼。在简陋狭

小的工作室里，老贾打磨出一件件工艺品：龙

虎鸟兽，栩栩如生；亭台楼阁，气势恢宏；飞檐

流角，轻盈灵秀……所拟之物，件件精致。

这几年，不少人找到老贾，向他“取经”。

老贾毫不吝啬，倾囊相授：“创作灵感源于积

累：一在‘眼’，美无处不在，要善于发现；二在

‘脑’，须勤于思考，把美融入创作；三在‘手’，

技艺要磨炼，精湛是成就美的关键。”

跨界编织建筑美

毫不起眼的柳条，竟能编出国家馆外墙？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外

墙以藤条为支撑，中间用杞柳编织物填充。

从远处望去，流线型外观犹如起伏的波浪；从

高处俯瞰，状若造型独特的“花篮”，令参观者

惊叹不已。

这个巨型“花篮”，正出自博兴县陈户镇

崇德村村民孙建光之手。走进他的家中，桌

上堆满钳子、锉刀等器具，还有一沓未画完的

图纸。50 余岁的孙建光，从小就跟着姐姐学

柳编。后来，博兴县建起工艺美术一厂，成立

柳编创新小组。“进了小组，我大开眼界，一个

篮子竟有上百种样式。”他说，受此影响，每编

织一件作品，他都会仔细琢磨：编法可否创

新？工艺能否改进？

2009 年，孙建光接到编织藤条外墙的任

务。“万千柳条，8524 个藤条板，须严格卡尺、

精确到毫米，且要经过防腐、干燥、塑形等 10
道工序。时间紧迫，既要美观，又要省时，传

统编法行不通了，必须打开思路。”孙建光说。

多番尝试下，孙建光摸索出交织编、顺编

等新编法，并手把手教给 100 多名工人。他与

工人一同吃住在编织车间，历经 3 个月时间、

耗费 120吨藤柳，终于如期完成任务。

编织藤条外墙的过程中，孙建光解决了

防腐、防火等多项工艺难题。“当‘藤柳外衣’

亮相时，国外设计师竖起了大拇指。”孙建光

说，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把柳编文

化推向了世界舞台。

上 海 世 博 会 后 ，孙 建 光 成 了 村 里 的 名

人，有人慕名而来，邀请他去“编织”新的建

筑 。“小 屋 用 柳 与 竹 结 合 编 成 ，屋 旁 是 苹 果

树，屋内有一张石桌，阳光穿透缝隙，洒落在

地上……”孙建光在图纸上规划着他的新作。

他享受“施工”的过程，经常思考能否打

破常规。“柳编建筑，强调绿色环保、与自然融

为一体。在不喷漆的前提下，怎样使外墙呈

现出不同颜色？”他在一次次试验中，研究出

了“蒸煮变色法”：通过改变柳条的蒸煮时间，

柳条可被染为浅咖、深咖、黑等不同颜色。

柳编与建筑跨界巧妙融合，孙建光“盖”

起了民宿小屋、节庆“拱门”、景区“雕塑”。“要

不断改进技艺、突破创新，让建筑彰显文化内

涵，让柳编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孙建光说。

柳编赋彩新生活

脚踩小板凳，膝盖略抬高，两腿夹牢手中

编织物，若织毛衣一般，柳条在王贵芝的指尖

翻飞。纵横有法，经纬分明，每打一条横线，

她都要使劲勒紧，密密实实，不留一丝缝隙。

手 指 游 走 间 ，一 只 青 蛙 柳 编 手 工 艺 品 就 诞

生了。

80 后王贵芝，曾在县城开过影楼。“结婚

后，瞧见婆婆做柳编，我就在旁边学，耳濡目

染下，我爱上了柳编。”王贵芝说，她萌生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转行做柳编。借电商“东

风”，她销售起柳编、草编等手工艺品，并把摄

影技术“嫁接”到柳编中。

推开工作室的门，仿佛进入一间影棚：桌

上摆有一台电脑、一台单反相机，一旁还置有

柔光灯、反光板，墙边整齐地放着两张白色背

景布。王贵芝说：“作品要编得精致，还要拍

得漂亮，这样才能更好呈现柳编的美。”

她将线上店铺中的产品销量、客户反馈

等信息逐一汇总，通过分析数据，了解客户需

求，有针对性地设计柳编产品。“设计一款新

品，我会先通过软件来看哪种编法更美观，如

果达到理想效果，再动手编织。”王贵芝说。

除了摄影师、设计师，王贵芝还是一名老

师。近年来，博兴县投资建设了中国草柳编文

化创意产业园，与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共同设计开发草柳编特色产品。该产业园还

被列为高校社会实践基地，当地柳编匠人化身

课堂老师，让学生与非遗项目亲密接触。

接受采访时，王贵芝正忙着“备课”。“设

计制作课堂作品，简单易学、美观实用，能让

学生更好地走近非遗、学习非遗。”王贵芝说。

图为博兴县柳编手艺人的作品。

本报记者 李 蕊摄

山东博兴县创新非遗柳编技艺

匠心编柳 妙手生花
本报记者 李 蕊

毫不起眼的柳条，可以编
出来什么？1万多把“鲁班锁”
组成的巨型灯笼，上海世博会
展馆外墙，造型可爱的手工艺
品……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
重视国家级非遗项目博兴柳
编传承发展，将非遗传承融入
产业发展，融入乡村振兴，手
艺人致力于创新编织技艺，让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核心阅读


